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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: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, 其对经济的贡献已成为国内外专家最为关注的焦点之

一。本文从产业发展 、 经济总量增长 、 劳动就业 、 区域发展等方面分析了旅游业的发展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。结果

表明: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增加国民收入 、 赚取外汇 、 回笼货币 、 扩大就业 、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, 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

和生态环境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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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.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-

come an focus all over theworld.This essay analyses the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ujian' s econom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:in-

dustry deve-lopment , economic increase , employment , regional development.The conclusion is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increase

income and foreign currency , withdraw currency , expand employment , give an impetus to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promote economic de-

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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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世纪 80年代以来旅游业在我国得到快速

发展 , 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生产中新的增长

点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, 城市基础设施和旅

游接待设施趋于完善 , 旅游承载能力不断提高 ,

这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
①
。旅游业发展对

经济 、社会文化 、自然环境等产生多方面正负效

应影响 , 其中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尤为

突出 。

福建北承长江三角洲 , 南接珠江三角洲 , 与

台湾隔海相望 , 毗邻港澳 , 是两岸四地的重要联

结点 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, 具有 “山 、 海 、 侨 、

特” 的资源优势和临近台港澳的区位优势 。2004

年1月省委 、省政府提出了建设对外开放 、 协调

发展 、 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决策。

2004年 4 月 , 召开了福建省旅游产业发展工作

大会 , 会上提出今后旅游业的发展要与建设海峡

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相呼应 、相衔接 , 把旅游

业列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, 作

为新兴大产业来抓
②
。本文拟从旅游业对经济增

长 、 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外汇收入的贡献等方面分

析旅游业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。

一 、 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拉动的贡献分析

旅游对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是多方面

的 、 复杂的 , 按照旅游经济理论 , 发展旅游业能

够增加国民收入 、赚取外汇 、 回笼货币 、扩大就

业 、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, 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

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等等
③
。重点贡献可概括

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、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

等方面。

1.优化产业结构 , 支撑关联产业发展

由于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极强 , 其经

营影响范围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。旅游业的

发展 , 必然会给相关部门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 ,

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 , 进而带动整

个国民经济构成比例的调整和变化 。据世界旅游

组织统计 , 旅游业直接影响的行业有 12个 ,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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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影响的部门有 47 个 , 引致影响的部门有 20

个。1元钱的旅游直接收入 , 可带来 4.5元相关

产业的收入
④
。同时 , 旅游业的发展又依赖于这

些行业 , 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

部门发展的基础上 , 没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 ,

便不可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保证 , 为

保障旅游业的发展 , 政府必须向一些产业部门增

加投入 , 使相关产业和配套设施能与其同步发

展。因此发展旅游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。

据入境旅游者花费抽样调查显示 , 2004年

福建省入境旅游者人均花费 168.44 美元。在消

费构成中入境旅游者长途交通的花费占总花费的

31.2%, 其中民航交通费占 23.4%。入境旅游者

的购物消费占总花费的 19.7%。1997 ～ 2002年 ,

福建国内旅游市场的消费构成中 , 交给旅行社费

用 、 交通费用 、 住宿费用 、餐饮费用分别占旅游

市场 总消 费 的 11.28%、 23.67%、 17.17%、

13.17%, 即旅游活动中的基本消费占总消费的

65.29%, 而用于购物 、 游览 、 娱乐 、 邮电通讯

及其他消费项目的费用分别占总消费量的

14.78%、 5.93%、 5.62%、 1.98%、 6.4%
⑥
。从

以上分析中可见游客的消费支出中交通 、住宿费

用 、 旅游购物占较大比重 , 旅游消费在推动福建

旅游发展的同时 , 支撑关联产业发展 , 进一步带

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, 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。

2.增加经济总量 , 提高区域财政收入

近20年以来福建省旅游总收入呈现出不断

增长的趋势 (图 1)。据统计 , 1997 ～ 2002 年 ,

全省旅游收入平均每年以 21.5%的速度增长 ,

2002年旅游收入是 1997 年的 2.64倍
①
。旅游收

入增加的同时 , 加大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, 尤其是

旅游税收收入 。

图 1　福建省旅游总收入状况

　　一个区域的旅游总收入指的是区域内外旅游

者在旅途过程中 , 食 、住 、行 、游 、购 、娱所花

费的总和 , 是旅游者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

入。而旅游消费所带来的总的财政收入应是旅游

直接影响行业 、 旅游间接影响行业和旅游引致影

响行业因旅游而带来的财政收入之和。由此可

见 , 旅游总收入对福建 GDP 的影响反映的是旅

游业对福建 GDP 的直接贡献 (见表 1), 也是旅

游业对区域财政方面显性的贡献 , 除此之外 , 旅

游业还可以通过由旅游业直接收入而产生的间接

收入和诱导收入来影响福建的 GDP , 影响区域财

政收入。

表 1　旅游业对福建经济的直接贡献 (单位:亿元)

年份 福建省 GDP 福建旅游总收入 占 GDP比重 (%)

1998 3341.89 204.2 6.11

1999 3609.74 250 6.93

2000 3988.49 304 7.62

2001 4325.58 345.67 8.0

2002 4760.33 424.38 8.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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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通过以上分析 , 我们得知:2002 年旅游业

总收入对福建经济的直接贡献率就达到了

8.91%
⑦
。实际上 , 据有关资料显示 , 2004年旅

游业总收入对福建经济的直接贡献率已达到了

9.17%
⑧
, 而直接与间接的收入之和就更大 , 这

充分说明了旅游业对增加福建经济总量的重要。

二 、 对缓解就业压力 , 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贡

献分析

1.扩大就业机会 , 化解就业矛盾

与其他行业相比 , 旅游业可为劳动者提供更

多的就业机会。根据旅游业的内容以及旅游业的

特点 , 旅游为社会就业所做的贡献应分为两个层

次或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旅游直接提供的就业

岗位 。这些就业岗位应包括旅游直接影响的行业

中为 “食 、住 、 行 、 游 、 购 、 娱” 六大旅游要素

服务的直接从业人员;第二部分是旅游间接或引

致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。

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表明 , 旅游业直

接就业者每增加 1人 , 社会就业岗位就会增加 3

～ 5个
④
。2004年福建省接待海内外游客 4816万

人次 。按国际通行的旅游接待人数与直接就业比

(国际为15∶1 ～ 25∶1 , 国内为 25∶1 ～ 40∶1), 假定

全部按 40∶1计算 , 则 2004年福建省旅游业可提

供的直接就业机会为 120.4万个 , 间接就业按 1∶

5计算为 602万个 , 合计旅游业可创造的就业机

会为 722.4万个。可见 , 旅游业具有巨大的就业

效应 。

事实上 , “八五” 计划以来 , 随着福建省旅

游业的快速发展 , 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产业 , 如

旅游运输业 、旅行社 、旅游餐饮娱乐等旅游企业

迅速增加 , 大量吸纳了新增劳动力 , 为社会劳动

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据统计至 2004年福建

省现有旅游集团 4家 , 全省现有 535家旅行社 ,

其中国际社 40家 。星级饭店总量达 358 家 , 其

中四 、 五星级 29家
⑧
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安

置就业和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展了就业空

间 , 提供了就业机会 , 据统计全省旅游行业吸纳

从业人数 30多万人 , 其中仅星级饭店就业人数

就达10 万人
⑧
,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

力 , 化解了就业矛盾 , 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。

2.加快城镇化进程 , 缩小区域梯度差异

城镇是技术 、资金 、 商品 、市场 、 能源 、交

通 、 通讯 、人力资源的集合中心 , 有着极大的聚

集效应。发展旅游业 , 能够促进小城镇的形成与

发展 。旅游开发是一个综合立体开发过程。旅游

业的开发带动交通 、 商业 、餐饮等行业基础设施

的完善 , 这些设施的完善过程 , 必将带动地区经

济的发展 , 促进地方城镇逐步走向成熟和发展。

福建武夷山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论

据。武夷山市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、 闽赣两省交界

处。前身为崇安县 , 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

山区农业县。1989 年确立并实施 “旅游兴市”

的发展战略 , 使武夷山从原来的一个比较落后的

山区农业县 ,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新兴旅游城市。

2003年 , 尽管受到 “非典” 疫情的影响 , 全市

旅游接待人数还是突破了 272.63 万人次 , 其中

境外游客 13.32 万人次。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

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51.99%, 旅游服

务业直接为财政提供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 1 3

强 , 旅游业成为武夷山市的支柱产业
⑨
。旅游业

的发展促使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, 1989 年以来先

后完成了武夷山机场扩建 、横南铁路武夷山段配

套设施和南武路武夷山段改造;完善了水电路讯

等基础设施;加快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步伐 。除

武夷山外 , 永定 、连城 、 泰宁 、永泰等县市 , 通

过发展旅游业 , 改善了基础设施 , 提高了管理水

平和文明程度 , 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

化。可见 ,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各项事业的

发展 , 缩小了城乡差异 , 加快城市化进程 , 而城

镇设施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, 又为旅游业的发展提

供了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条件。

三 、 对增加外汇收入的贡献分析

一个国家旅游发展的典型模式 , 通常是从国

内旅游起步 , 然后逐步发展国际旅游 , 但是 , 在

改革开放之初 , 为适应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和急

需外汇的现实 , 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

非常规发展模式 , 旨在通过入境旅游缓解当时经

济发展中的外汇短缺 。这个历史事实就有力说明

了旅游业发展对增加外汇收入的现实意义
⑤
。

1.旅游业对外汇收入的直接贡献

入境旅游以接待入境旅游者的方式就地服务

出口 , 即旅游者到旅游目的地进行消费 , 出口方

就地输出旅游服务获得外汇收入 , 同时以接待入

境旅游者的方式将旅游产品出口到旅游客源地 ,

换取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外汇。与传统的商品

出口相比 , 这种出口具有换汇成本低 、 换汇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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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、 不存在关税壁垒等优点。

自改革开放以来 , 福建省接待海外旅游人数

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, 2002年接待海外旅游人

数约为 184.82 万人次 , 是 1979 年的 16.04 倍。

随着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 , 旅游创汇也随之增

加 , 1997 年福建旅游创汇为 61373 万美元 , 至

2002年已增至 110022万美元 , 较 1997年增长了

79.27%
⑤
。此外 , 至 2002年福建省旅游外汇收

入连续 14年保持全国第 4位的水平 , 2003年福

建旅游创汇收入位于全国第 5名 , 仅次于北京 、

上海 、 江苏和广东。旅游创汇对提高外汇储备 、

弥补贸易逆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, 极大地促

进了福建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的发展 (见图

2)。

图 2　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状况

　　2.旅游业外汇收入带动外资利用

旅游环境从本质意义上说 , 是投资环境的重

要构成要素 , 由此形成的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决

策几率大大增加 , 所以 , 旅游业的发展能使区域

内的引资和投资额增加。权威调查表明 , 旅游业

直接外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 , 将会促使区域利用

外资额相应增加 5 ～ 9 美元。若按最保守计算 ,

即旅游业直接外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 , 相应利用

外资的增加额为 5美元 。如表 2所示 , 2002年旅

游业直接外汇收入带动外资利用额可达 55亿美

元。

表2　旅游业在福建外汇收入中的作用

年份
商品出口和旅游

外汇收入总额 (亿美元)

旅游外汇收入 带动外资利用额

收入 (亿美元) 比例 (%) 数量 (亿美元)

1998 106.15 6.51 6.13% 32.55

1999 110.77 7.25 6.55% 36.25

2000 138.01 8.93 6.47% 44.65

2001 148.64 9.42 6.34% 47.1

2002 184.71 11.00 5.96% 55

　　四 、 结语

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旅游业对福建经济发展

贡献显著:2004 年福建旅游总收入达到 550亿

元 , 比增 42.2%, 对福建省 GDP 的直接贡献率

达9.17%;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关联性和

强大的带动性 , 极大地带动了福建相关产业的发

展;吸纳劳动力 , 扩大就业;缩小城乡差距 , 加

快城镇化进程;旅游创汇收入在全国始终处于前

五位 , 增加了地方财政和外汇收入等 , 旅游业作

为一种新兴 “朝阳产业” 已逐步发展为福建省的

支柱产业 。

注释:
①郭舒 、 赵恒德:“关于旅游业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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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第 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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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岛为例” [ J] , 《城市经济》 , 第 17～ 20页 , 200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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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机遇创新思路努力实现我省旅游产业发展新跨越》 。

⑨数据根据 《拓展新思路打造世界精品旅游区》 , 武夷

山市人民政府 , 2004年 4 月 19日。

⑩数据根据 《福建统计年鉴 2003》 , 中国统计出版社整理

而得。

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　▲

(上接第 34页)

游协作的动因 , 利益的多少也直接影响到各地的

旅游合作倾向。在区域旅游协作过程中 , 区域旅

游业的差距临界线和帕累托改进线构成了区域旅

游协作的边界 , 将整个区域旅游业分为三类:自

由合作区 、 困难合作区和分裂区。在自由合作

区 , 政府应利用市场机制促使各地区旅游业在利

益驱动下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自行合作;在困难合

作区 , 针对旅游差距过大和旅游差距无法消除的

两个部分 , 政府应分别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创

新 , 促使它们进入自由合作区;对于分裂区 , 制

度创新能使其部分进入困难合作区 , 然后再通过

相应政策促使其进入自由合作区。政府通过在不

同地区实施以上政策 , 能使区域旅游业由分割走

向协作 , 从而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

繁荣 。

注释:
①薛莹:“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

述 [ J] , 《人文地理》 , 第 29 ～ 34 页 , 2003 年第 1期。

②谢识予:《经济博弈论》 [ M] , 第 56 ～ 78 页 , 复旦大

学出版社 , 2002 年。

③高鸿业:《西方经济学 (微观部分)》 [ M] , 第 375 ～

413 页 , 中国经济出版社 , 1996年。

④崔卫国 、 刘学虎:《区际经济学》 [ M] , 第 194 ～ 210

页 , 经济科学出版社 , 2004年。

⑤林南枝 、 陶汉军:《旅游经济学》 [ M] , 第 252 ～ 265

页 , 南开大学出版社 , 200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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